
先輩事業

孫中山文化與華僑心聲——憶日本華僑陳秉心       李業飛

6 RC 文化雜誌•第109期•2020年

孫中山文化與華僑心聲

——憶日本華僑陳秉心

摘   要 “華僑為革命之母”是孫中山先生讚頌華僑華人為國出錢出力的感言。“孫
中山文化”是一項國家命題。2019年2月18日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
要》公佈，定位澳門成為“以中華文化為主流，多元文化並存的交流合作
基地”，並提出“要共建人文灣區”，“深度挖掘和弘揚孫中山文化”。

陳秉心先生是日本愛國華僑，中山人，追隨孫中山革命廿多年。年輕時在
日本神戶加入興中會、同盟會、國民黨、中華革命黨、中國國民黨。1938
年住在澳門，1939年10月3日病逝於雍陌家鄉，終年六十一歲。在抗戰洪
流中，陳秉心只不過是愛國華僑中的普通一員，但他的無私奉献，留給後
輩一頁難忘的史章。本文通過他的史跡和留存的實物資料，闡述海外華僑
華人為支持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，推翻封建帝制，為抗日救亡，為國家的
命運與發展所作出的重大貢獻。

關鍵詞  孫中山文化思想；辛亥革命；華僑華人；澳門；陳秉心

  李業飛 *

*李業飛：澳門科技大學歷史學博士課程研究生。澳門特區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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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今年 3 月 12 日，是孫中山先生逝世 95 周
年。在國家遭遇新冠狀病毒肺炎威脅的“疫戰”

關 鍵 時 刻， 首 都 北 京、 南 京 各 界 人 士 也 舉 行 了
簡 短 集 會， 向 孫 中 山 先 生 像 敬 獻 了 花 籃， 表 達
緬懷偉人的深情敬意。

中 國“ 近 代 史 ”， 是 國 家 處 於 民 族 危 機、

人 民 遭 受 苦 難 的 歷 史。 偉 人 孫 中 山 先 生 代 表 了
中 華 民 族， 向 國 民、 向 海 外 華 僑 華 人 發 出 了 救
亡圖存的呼籲：推翻封建帝制、抗擊列強侵略。

他喚醒中華民族，追夢振興中華！ 

1919 年 10 月 10 日， 辛 亥 革 命 成 功， 正
標誌着中華民族的覺醒。

幾 千 年 的 文 明 古 國， 帝 制 觀 念 源 遠 流 長。

維護帝制的中華文化思想，束縛着民族的進步。

那 時， 誰 敢 反 對 盤 根 錯 節 的 封 建 皇 朝， 誰 就 是
“ 亂 臣 賊 子 ”。 孫 中 山 敢 為 人 先， 提 出“ 五 權
憲 法 ”“ 三 民 主 義 ” 等 主 張， 從 理 論 上 敲 響 了
封建思想的喪鐘。

孫中山致力革命四十年，一直堅持“和平、

奮 鬥、 救 中 國 ”，“ 必 須 喚 起 民 眾 及 聯 合 世 界
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共同奮鬥”。 1 孫中山文
化精神， 2 探尋民主，締造共和；篳路藍縷，以
啟中華，正是華僑華人的心聲。

華 僑 華 人（ 圖 1） 愛 國 精 神， 是 中 華 民 族
一貫的光榮傳統。每當歷史出現轉捩點的關頭，

他 們 在 海 外 積 極 支 持 家 鄉， 宣 傳 救 國， 籌 募 經
費，自願組織救國團隊，捐贈物資，購買債券，

運送軍需，回國參加戰鬥，鼓動華僑集會聲援，

揭露反華行徑，以護衛僑胞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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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 中 山 先 生 是 香 山 人（ 中 山 市 當 年 稱 為 香
山縣）。

陳 秉 心 先 生（ 圖 2） 也 是 香 山 人， 與 在 日
本 的 一 眾 香 山 愛 國 華 僑 華 人， 同 聲 同 氣， 義 無
反 顧 地 支 持 孫 中 山 愛 國 行 動。 二 十 歲 出 頭 的 陳
秉心，在日本神戶參加革命黨人舉辦的讀書會。

其 後， 一 直 跟 隨 孫 先 生 領 導 的 推 翻 帝 制 走 向 共
和 的 大 革 命。 臨 終 前， 陳 秉 心 先 生 還 擔 任 過 中
國國民黨日本神戶支部委員。

一、忠心耿直

陳 秉 心 是 香 山 縣 三 鄉 第 五 區 古 鶴 人， 生 於
1879 年 2 月 23 日， 育 有 三 子 三 女（ 圖 3），

均 在 日 本 神 戶 出 生。 陳 秉 心 年 輕 時 從 香 山 經 澳
門、 香 港 來 到 神 戶 經 商， 後 來 在 神 戶 著 名 的 東圖 1. 孫中山題寫“華僑為革命之母”（2010 年 11 月華僑歷史

博物館文物影像資料）

圖 2. 陳秉心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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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酒 店（ 圖 4） 任 房 務 主 管。 由 於 工 作 環 境 之
便，他結識了不少廣東籍貫的華僑商人。

1895 年 11 月， 孫 中 山 發 動 的 第 一 次 廣 州
起 義 失 敗 後， 離 開 廣 州， 經 澳 門、 香 港， 首 次
踏 足 日 本 到 了 神 戶。 他 明 白 要 推 翻 封 建 帝 制，

還 需 要 得 到 海 外 華 僑 華 人 的 支 持。 孫 中 山 先 生
與 廣 大 華 僑、 愛 國 志 士、 日 本 友 好 人 士 進 行 廣
泛接觸，繼續探索救國救民之路。

1905 年， 孫 中 山 的 興 中 會 與 黃 興 的 興 華
會 等 多 個 愛 國 組 織 結 合 起 來， 在 東 京 組 建 中 國
同 盟 會， 確 定 了“ 驅 除 韃 虜， 恢 復 中 華， 建 立
民國，平均地權” 的政綱。陳秉心跟從日本愛
國 華 僑 一 早 加 入 了 興 中 會， 當 同 盟 會 成 立 時，

他被推荐為同盟會幹事。

1911 年武昌首義成功，海外華僑華人尤為
振 奮。 從 此， 中 國 結 束 了 兩 千 多 年 的 封 建 君 主
專制制度，建立民國政權。同年 11 月，陳秉心
與日本僑領王敬祥、楊壽彭等一起組織  “革命
後 援 會 ”， 向 神 戶、 大 阪 華 僑 進 行 募 捐， 並 舉
送華僑學生回國參加革命學生軍。

1912 年 1 月 1 日，孫中山在南京宣佈中華
民 國 成 立， 就 職 臨 時 大 總 統。 三 個 月 後 退 位 給
袁 世 凱。 孫 中 山 目 睹 時 政 的 壓 力 和 革 命 黨 本 身
的 渙 散 乏 力， 於 同 年 8 月 25 日 决 心 把 同 盟 會
改 組 為 國 民 黨。 陳 秉 心 被 委 任 為 國 民 黨 神 戶 支
部 交 通 部 幹 事 主 任， 並 追 隨 中 山 先 生 宣 傳 建 國
思想，提倡興辦實業等民生主義理念。

圖 3. 陳秉心與家人合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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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. 陳秉心當年在神户著名的東方酒店工作（明信片）

1913 年 2 月 13 日， 孫 中 山 到 日 本 東 京、

大 阪、 神 戶、 京 都、 福 岡、 廣 島、 長 崎 等 地 視
察（ 圖 5）， 多 番 演 說， 宣 傳 鼓 動（ 圖 6）。3

神 戶 中 華 商 務 總 會 首 任 總 理、 香 山 三 鄉 人 鄭 祝
三， 一 直 陪 伴 着 孫 中 山 在 日 東 遊。 陳 秉 心 作 為
協助組織歡迎孫中山活動庶務主任，負責住宿、

飲 食、 保 安 等 工 作。（ 圖 7） 孫 中 山 這 次 在 日
本 活 動 的 講 演 中， 提 出 中 國 今 後 往 哪 裡 走 的 言
論，在華僑心中產生重要的影響。

3 月 20 日，袁世凱派人暗殺宋教仁，引起
國 民 黨 人 強 烈 憤 怒。 針 對 危 機， 為 策 安 全， 孫
中 山 立 即 趕 回 國 處 理。 日 本 僑 領 吳 錦 堂、 楊 壽
彭 等 人 遵 循 孫 中 山 部 署， 把 國 民 黨 支 部 改 稱 為
神 戶 華 僑 商 業 研 究 會。 陳 秉 心 為 會 計 主 任， 管
理 資 產、 捐 款 和 開 支， 繼 續 為 革 命 的 成 功 而 努
力。

圖 5. 日華新報社出版圖片集，詳細記錄孫中山在日本等地視察
的珍貴圖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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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4 年，陳秉心與黨員李嶧琹等在神戶創
辦華強學校。他是校董，並負責學校審計事務。

華 強 學 校 要 面 向 華 僑 子 弟， 打 好 文 化 根 基， 凝
聚 華 僑 力 量。 孫 中 山 一 直 強 調 中 國 人 一 定 要 有
文化，中華民族才能真正強盛起來。14 年後，

華 強 學 校 與 神 戶 中 華 學 校 合 併， 改 名 為 神 阪 中
華公學。

1914 年 7 月 8 日，具有“革命尚未成功”

堅 定 抱 負 的 孫 中 山， 又 一 次 面 對 國 民 黨 內 部 士
氣 低 落， 人 心 渙 散， 於 是 在 東 京 成 立“ 中 華 革
命黨”。1916 年 1 月，中華革命黨神戶支部秘
密成立，陳秉心緊跟追隨。（圖 8）

圖 6. 1913 年 3 月 13 日，孫中山在神户與陳秉心（第三排右八繫領結者）等合照。

陳 秉 心 與 廣 大 華 僑 一 樣 慷 慨 捐 出 資 財 支 持
革 命。 孫 中 山 於 1916 年 2 月 8 日 頒 發 中 華 革
命黨三等有功獎狀嘉勉陳秉心。（圖 9） 1919
年 10 月 10 日孫中山根據形勢發展， 通告中華
革 命 黨 黨 員 要 重 新 建 立 中 國 國 民 黨。 為 了 把 在
民國初期成立的國民黨區分開來，在“國民黨”

前 面 加 上“ 中 國 ” 二 字， 凡 中 華 革 命 黨 黨 員 皆
為中國國民黨黨員。（圖 10）

孫 中 山 針 對 時 局 的 變 化， 對 革 命 政 黨 不 斷
進 行 改 革。 從 興 中 會、 同 盟 會、 國 民 黨、 中 華
革 命 黨、 中 國 國 民 黨， 相 繼 進 行 了 五 次 更 名 或
改組。 4 陳秉心都一直跟隨，忠心耿耿。從陳秉
心 的 遺 跡 中， 清 晰 地 看 到 他 支 持 孫 中 山 領 導 的
推 翻 帝 制 走 向 共 和 的 革 命 志 向。 其 後， 陳 秉 心



孫中山文化與華僑心聲——憶日本華僑陳秉心       李業飛

先輩事業

112020年•第109期•文化雜誌 RC

還擔任了中國國民黨日本神戶支部委員。1922
年 10 月 6 日，孫中山委任陳秉心為中國國民黨
神戶支部的會計科正主任，（ 圖 11） 同時負責
接濟陳自覺 5 返國討伐叛變的陳炯明。

由 於 中 國 國 民 黨 神 戶 支 部 內 出 現 反 對 勢
力，故進行改組，及時排除異己份子。1924 年，

陳秉心獲任命為該支部執行委員。（圖 12）

孫 中 山 為 革 命 積 勞 成 疾， 罹 患 肝 癌， 於
1925 年 3 月 12 日溘然長逝。 孫中山革命四十
年， 先 後 十 八 次 到 訪 神 戶， 神 戶 成 為 他 的 重 要
政治舞台。（圖 13、14）孫中山離世後，日本
華 僑 華 人 遵 照 孫 中 山 的 遺 囑“ 革 命 尚 未 成 功，

同志仍需努力”，繼續奮鬥。

1929 年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派
陳 秉 心 為 駐 日 總 支 部 執 行 委 員 兼 僑 民 科 主 任，

負 責 整 理 東 京 及 名 古 屋 新 舊 協 進 會 及 改 組 為 華
僑工會的工作，並設立平民學校。

1931 年 1 月 7 日，陳秉心繼續擔任神戶直
屬支部執行委員兼會計科主任，（圖 15）同年
5 月獲得中央執行委員會頒發第 14 號獎狀。他
默默地堅持做好旅日僑胞的服務工作。

二、前事不忘
    

華 僑 華 人 一 直 盼 望 自 己 祖 國 強 大。 但 在 近
代 史 上， 每 當 國 際 社 會 出 現 反 華 動 盪， 寄 居 海
外 的 中 華 兒 女 往 往 首 當 其 衝 受 到 排 華 迫 害。 想

圖 7. 1913 年 3 月 13 日孫中山在神戶。陳秉心擔任庶務主任，協助組織歡迎孫中山活動。 （紀念冊，由李業飛收藏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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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8. 中華革命黨員證，1916 年 1 月 16 日陽字第 32 號。

圖 9. 中華革命黨三等有功章獎狀。見孫中山：《孫中山全集》第 11 冊，台北：台灣近代中國出版社，1989 年 11 月 24 日出版，第 263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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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0. 凡中華革命黨黨員皆為中國國民黨黨員。圖為 1929 年國民黨給陳秉心補發“日字 597 號證書”。

圖 11. 1922 年 10 月 6 日，孫文委任陳秉心為中國國民黨神戶支部會計科正主任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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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年 列 強 侵 華， 至 殘 暴 瘋 狂 者 可 謂 日 本 軍 國 主
義份子。

1894 年“ 甲 午 戰 爭 ” 清 兵 慘 敗， 日 本 搶
地又搶錢。

1904 年 為 爭 奪 中 國 東 北 利 益 的“ 日 俄 戰
爭 ”， 日 本 竟 在 中 國 遼 河 以 東 開 戰， 造 成 中 國
子民及財產損傷慘重。

1905 年 日 本 借“ 日 俄 戰 爭 ” 獲 勝， 迫 清
廷 把 戰 敗 國 俄 國 在 大 連、 長 春、 旅 順 的 權 益 轉
讓予日本。

1913 年、1914 年日本侵華野心愈來愈大，

袁 世 凱 賣 國 求 榮， 把 滿 蒙 五 路 建 築 權、 膠 濟 鐵
路及沿線礦產等等，拱手讓夷。

1927 年 6 月，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提出《田
中 奏 摺 》 的 侵 華 部 署：“ 欲 征 服 世 界， 必 先 征
服 中 國； 欲 征 服 中 國， 必 先 征 服 滿 蒙 ”。 此 成
為侵華國策。

1928 年 的“ 五 三 慘 案 ”， 日 軍 在 濟 南 屠
殺逾萬中國軍民。

1931 年 6 月的“中村事件”，完全是日本
為 發 動 大 規 模 侵 華 戰 爭 製 造 藉 口。 既 誣 指 日 本
軍 人 中 村 被 殺， 又 誣 指 日 本 自 毁 的 一 段 南 滿 鐵
路為中國軍隊所為。

同 年 7 月 的“ 萬 寶 山 慘 案 ”， 日 軍 槍 殺 長
春農民 109 人，唆使朝人排華，殺害大量華僑。

同 年 9 月 爆 發 的“ 九 一 八 事 變 ”， 日 軍 用
武 力 強 行 侵 佔 我 國 東 北 三 省。 著 名 歷 史 學 家 羅

圖 12. 1924 年 11 月 25 日孫中山（中坐者）在神戶與日本的中國國民黨東京、大阪、神戶三地支部同志合照，第三排右五為陳秉心。（李
業飛收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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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 特・ 弗 蘭 克 認 為“ 二 戰 開 始 的 時 間 甚 至 可 以
提 前 至 1931 年， 即 日 本 入 侵 中 國 東 北 地 區 的
時 間 ”， 換 言 之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應 由 日 本 對 華
不宣而戰開始了。 6

1937 年“ 七 七 盧 溝 橋 事 變 ”， 日 本 發 動
全面侵華戰爭。南京大屠殺的暴行，罄竹難書，

歷史不可忘卻。

三、後事之師

“ 九 一 八 事 變 ” 前 後， 在 日 本 本 土 的 右 翼
份 子 一 步 步 進 行 排 華， 不 時 挑 起 事 端， 華 僑 常
遭尋釁欺凌，處境日益困難。

國 民 黨 中 央 神 戶 直 屬 支 部 面 對 華 僑 華 人 受
到 嚴 重 迫 害， 安 排 陳 秉 心 負 責 搜 集 材 料 編 寫 報
告。1931 年 11 月 8 日 上 海 各 大 報 章 刊 登 了 該
報告。上海《申報》（圖 16）在第三版上刊登
的 標 題 是“ 日 人 虐 待 華 僑 慘 况 ”， 節 錄 內 容 如
下：（圖 17）

圖 13. 孫中山逝世，日本華僑華人追悼，出版的臘版油印悼念
冊現保存在澳門。（李業飛收藏）

中央宣傳部頃接駐神戶直屬支部執

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楊壽彭報告，詳述日人

排斥華僑之陰謀，及鮮民日人 7 襲擊華僑

之事實。錄其原文如次：“竊自日軍襲佔

東省以來，日本官吏對於我國僑民，表面

上雖似盡保護之責任，而實際上則顯有排

斥之陰謀。故匝月間發見鮮民日人襲擊華

僑之事，不可勝數。……（留日華僑）平

時既不知請求領館登記，一旦出事，又不

知向黨部領館報告，故本支部對於調查華

僑遇害之事，殊感困難。雖經派員分赴所

屬各地徹查，究不免掛一漏萬。”

報道詳細列舉各地華僑受襲的地點、名單、

人 數、 受 損、 受 傷 事 情。“ 各 地 華 僑 鑑 於 日 本
官 吏 之 保 護 不 力， 甚 或 有 挑 撥 暴 動 之 嫌， 兢 兢
然 咸 抱 不 安， 爭 先 離 日， 以 避 危 害。 據 最 近 調
查 所 得， 由 神 戶 乘 輪 出 口 之 華 僑， 已 達 三 千 餘
人。”

圖 14. 神戶僑領組成孫中山追悼會名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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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 孫 中 山 在 日 活 動 到 袁 世 凱 竊 帝 以 至 民 國
政 權， 國 民 黨 神 戶 直 屬 支 部 都 一 直 成 為 日 本 警
方 注 視 的 目 標。 所 以， 當 上 述 排 華 殺 人 的 消 息
披露後，觸怒了日本反華勢力。同年 12 月 6 日、

7 日，陳秉心突然被神戶三宮警署外事課傳究、

拘留（圖 18）。

陳 秉 心 被 拘 押 三 個 多 月， 一 直 不 屈 服 於 日
警 以 拘 押 等 手 段 來 迫 害 華 僑。 在 楊 壽 彭 的 協 助

下， 獲發“ 移出證明書 ”（ 圖 19）、“ 國難證
明書”及“國民黨歷任證明書”（圖 20），於
翌年（1932 年）3 月陳秉心憤然返國。

幾十年來，他與一眾日本愛國僑領吳錦堂、

楊壽彭、 王敬祥（ 圖 21）、 陳鑑周、 黃楚珩、

李 嶧 琹 等 合 作 無 間， 一 心 跟 隨 孫 中 山 推 翻 封 建
帝 制、 建 立 民 國 政 權； 堅 持 為 旅 居 日 本 僑 胞 的
安危，奮起抗爭。 8

圖 15. 1931 年 1 月 7 日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出第 68 號證書，核准陳秉心擔任神戶直屬支部第一屆執行委員。同時，繼續兼會
計科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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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6. 1931 年 11 月 8 日上海《申報》封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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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7. 1931 年 11 月 8 日，上海各大報章刊登神戶支部向國民黨中央的報告，圖為上海《申報》第三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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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 敬 祥（1871 -1923）， 金 門 縣 人， 神 戶
著 名 的 華 商， 早 年 加 入 同 盟 會， 後 擔 任 過 中 華
革 命 黨 日 本 神 戶 大 阪 支 部 長。 他 曾 以 旅 日 華 僑
統一聯合會身份傾囊資助孫中山革命活動。

楊壽彭（1882 -1938） 是神戶的華僑富商
和同盟會會員。1912 年，曾擔任國民黨神戶支
部 副 支 部 長， 出 席 過 第 一 次 國 民 黨 代 表 大 會。

1914 年，楊壽彭受命為中華革命黨日本神戶交
通 部 長。 在 1937 年 7 月， 楊 壽 彭 以 國 民 黨 神
戶 支 部 執 行 委 員 會 委 員、 僑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為 陳
秉 心 簽 發 了 國 民 黨“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革 命 勳 績
審查委員會申請表” 和“國難證明書”，協助
陳秉心早日離日返國。但在“七七盧溝橋事變” 

發 生 不 久， 日 本 憲 警 變 本 加 厲 壓 迫 殘 害 華 僑，

楊 壽 彭 也 被 日 本 當 局 逮 捕， 同 樣 被 囚 禁 在 神 戶
三宮警署，遭嚴刑拷打。三個月後即 1938 年 1
月 2 日慘遭毒殺，犧牲時五十六歲。 

華 僑 華 人 為 了 國 家 民 族 興 亡， 寃 死 在 日
本 侵 略 者 的 迫 害 下， 陳 秉 心 怒 不 可 遏！ 他 目 睹
“ 九 一 八 事 變 ” 日 本 侵 華， 強 搶 我 東 三 省， 自
己 慘 遭 迫 害。 他 看 到“ 七 七 盧 溝 橋 事 變 ” 日 本
大舉侵華，戰友楊壽彭更遭殺害，心如刀割。

陳秉心年青時離家赴日，年邁時被逐回鄉。

想到祖國山河破碎，加上同志犧牲，深受打擊，

抑 鬱 成 疾。 到 澳 門 後， 他 和 夫 人 租 住 在 柯 高 馬
路  （現稱高士德馬路）紅街市對面樓下的單位，

方 便 醫 病 養 身。 他 經 常 教 導 女 兒 陳 月 新（ 也 居
住 在 澳 門 ）， 要 記 住 中 山 先 生 的 教 誨“ 革 命 尚
未 成 功， 同 志 仍 需 努 力 ”。（ 圖 22、23） 據
陳 月 新 生 前 回 憶， 孫 中 山 曾 贈 給 父 親 的 親 筆 題
幅“ 秉 心 同 志 屬 / 天 下 為 公 / 孫 文 ”， 當 年 掛
在神戶住宅的大廳正中。

1939 年 10 月 3 日陳秉心病逝古鶴。

陳秉心在臨終前兩年的 1937 年 1 月 10 日
寫給孫科 9、 傅秉常 10 的信中說：“回溯追隨總
理 奔 走 革 命， 努 力 黨 國， 擔 任 籌 款 工 作 歷 二 十
餘 年， 未 嘗 少 懈 詎， 以 真 正 革 命 之 精 神 為 僑 民



先輩事業

孫中山文化與華僑心聲——憶日本華僑陳秉心       李業飛

20 RC 文化雜誌•第109期•2020年

圖 18. 1931 年（昭和六年）12 月 6 日、7 日，陳秉心突然被神
戶三宮警察署傳究、拘留。

圖 19. 1932 年 2 月 12 日，國民黨神戶支部發給陳秉心的國難
移出證明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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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0. 1931 年 12 月 14 日國民黨發出陳秉心歷任證明書。

圖 21. 圖為《人民日報》在 1981 年刊登楊壽彭、王敬祥後人的回憶報道版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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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3. 中山市博物館舉辦“香山華僑與辛亥百年展覽”，陳月
新在慈父遺照前留影（2011 年）。

直 白 之 呈 報， 遂 觸 日 本 當 局 不 容， 加 事 壓 迫。

致 秉 心 返 國 之 後， 不 能 回 復 任 事， 致 備 嘗 艱
苦。”（圖 24）這是一位遭受日本當局迫害的
愛 國 華 僑 的 申 訴。（ 圖 25） 同 年 1 月 26 日 中
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向 陳 秉 心 發 出 收 妥 該
信件和有關生平資料附錄的收條。（圖 26）

透 過 陳 秉 心 經 受 孫 中 山 先 生 文 化 思 想 的 洗
禮， 可 一 窺 當 年 華 僑 華 人 參 與 革 命 的 愛 國 熱 情
和奉獻精神。

歷 史 告 訴 我 們， 廣 大 海 外 僑 胞 同 仇 敵 愾、

共 赴 國 難， 作 出 了 不 可 磨 滅 的 貢 獻。 在 新 中 國
成立後，華僑華人支援國家建設繼續出資出力。

祖 國 要 強 大， 民 族 要 富 強， 中 華 民 族 要 復 興，

乃為廣大華僑華人與國人的共同願望。

結語

（ 一 ） 撫 今 憶 惜， 我 們 忘 不 了 每 一 位 為 民
族 奉 献 的 愛 國 者。 滴 水 觀 滄 海， 透 過 日 本 華 僑

圖 22. 澳門文化局在博物館舉辦“孫中山與澳門”文物展覽，同時展出了陳秉心部分歷史文物（2011 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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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4. 1937 年 1 月 10 日，陳秉心致國民黨中央信函的手抄稿，表達愛國華僑終身追隨孫中山革命的忠精和申訴。

圖 25. 1937 年 7 月神戶支部發給陳秉心勳績申請表的證明文件送呈南京國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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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釋：

1.  孫中山遺囑，載《孫中山全集》第 9 冊，台北：台灣近代中

國出版社，1989 年 11 月 24 日出版，第 637 頁。

2.  “孫中山文化”是指 2019 年 2 月 18 日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

規劃綱要》中公佈的“深度挖掘和弘揚孫中山文化”。

3.   1913 年 2 月 13 日，孫中山到日本東京等地視察。《辛亥革

命と神戶》一書以圖文並茂記錄了活動過程。參見 [ 日 ] 陳

德仁編：《辛亥革命と神戶》，神戶：神戶書院，1986 年

11 月 12 日出版。

4.   孫中山對革命政黨進行五次改組更名，可從陳秉心遺下的重

要資料看得清楚。歷史學者譚世寶博士在一篇論文中予以肯

定。他在《略評〈革命史系・盧公怡若傳〉草稿本及其誤信者》

論文中，曾引用了陳秉心兩張圖片等資料（參見圖 20 及圖

25）。譚世寶博士肯定：說明“這些文物為其革命歷史提供

了毋庸置疑的證明。”。見澳門文化局：《文化雜誌》中文

版八十九期，2013 年，第 181 頁。

5.   陳自覺為香山縣南屏人，現屬珠海市。

6.   國際著名歷史學家羅伯特 ・ 弗蘭克《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七：

世界大戰》一書中提出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應由 1931 年 9 月

18 日日本對華不宣而戰開始，歷時 14 年。該書 2015 年 4

月在法國出版。（新華社 2015 年 8 月 28 日報道）

7.  “鮮民日人”，是指在日本侵略朝鮮實行殖民統治時期，企圖

圖 26. 1937 年 1 月 22 曰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收發室給陳秉心的
收條正本

陳 秉 心 一 生 追 隨 孫 中 山 的 步 伐， 令 我 們 更 懷 念
親人，熱愛祖國，反對戰爭，珍惜和平。

以 史 為 鑑， 前 事 不 忘， 後 事 之 師。 雖 說 歷
史 不 會 重 演， 但 會 相 似。 只 有 國 家 强 大， 才 是
寄居海外華僑華人的有力保障。

（ 二 ） 繼 續 傳 播 和 弘 揚 孫 中 山 文 化、 精 神
和 思 想。 孫 中 山 先 生 以 自 己 奮 鬥 的 一 生 書 寫 了
民 族 革 命 濃 墨 重 彩 的 篇 章， 留 下 了 他 的 寶 貴 文
化 精 神 遺 產。 孫 中 山 一 百 年 前 預 言“ 中 國 如 果
強 盛 起 來， 我 們 不 但 是 要 恢 復 民 族 的 地 位， 還
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。” 11

一 個 強 盛 的 中 國， 一 個 肩 負 國 際 主 義 的 中
國， 一 定 成 為 全 世 界 人 民 熱 愛 的 國 家。 今 天 我
們 可 以 告 慰 孫 中 山 先 生， 我 們 要 繼 往 開 來， 中
華民族復興之夢一定會實現！

（ 三 ） 我 們 要 繼 續 發 掘 和 保 育 僑 居 地 人 民
的 歷 史， 尤 其 是 亞 洲 地 區 華 僑 華 人 團 結 抗 日 的
歷 史 原 貌。 讓 史 實 發 言， 深 入 發 掘 植 根 於 海 外
僑胞血脈中的愛國情懷和民族精神。

註：陳秉心先生是本文作者外祖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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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化朝鮮民族，說成是日本人的一個“鮮系”“鮮人”。在

1931 年“九一八事變”前，日本軍國主義份子經常挑唆“鮮

民日人”來襲擊華僑，製造事端。

8.   1981 年人民日報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刊登新華社記者的

採訪報道：《憶往事 記前賢》，記述楊壽彭、王敬祥愛國僑

領在日本的歲月。

9.   孫科（1891-1973），孫中山長子。1931 年任南京國民政府

行政院長，1932 年任立法院長。

10.  傅秉常（1896-1965），廣東省南海人。與孫科在南京國民

政府共事，著名外交官。

11.  孫中山：《孫中山全集》第 9 冊，台北：台灣近代中國出版社，

1989 年 11 月 24 日出版，第 253 頁。


